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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年度學科能力測驗詳解  

國文考科 

 

一、 單選題： 

 

1. (A)ㄌㄞˋ／ㄐㄧ；(B)ㄑㄧㄢ／ㄑㄧㄢ；(C)ㄅㄨ／ㄆㄨ；(D)ㄍㄨㄢ／ㄏㄨㄢˋ。 

 

2. (B)妙趣「恆」生→妙趣「橫」生；(C)「起」用→「啟」用；(D)大「塊」朵頤→大「快」

朵頤。 

 

3. 首先，「牠哭起來固然一片淒慄」連接逗號，表示文意並未結束。戊句可以跟首句組成「固

然……更……」的句型，強調語意的轉折，延續後段文意，且「笑起來」又與「哭起來」

對比，兩句相連完美解釋「牠」哭、笑時的狀態，故可刪去(A)、(B)選項。其次，戊句

末和丁句首以「尖冷」相接，運用頂針修辭加強聲音給人的感受。乙句的「入秋」、「夜

涼」，正好跟丙句的「明月」、「把人幾乎拋入冰河之中」意義相連。最後，甲句「一波又

一波的笑聲」接續最後一句，表現出如凌遲般一刀又一刀的意象。綜上所述，排列順序

應為「戊丁乙丙甲」，故答案選(D)。 

 

4. 甲：由「演奏成樂音」可知，應選擇不成調的語詞。「呢喃」為小聲說話，經過演奏之

後，便可轉為優美的樂音；「歌唱」已經是成調的樂曲，不需要再經過轉化，而歌

唱和樂音的意思相近，重複意義將使詩意大打折扣，因此選「呢喃」較合宜。 

乙：由「花牛和綿羊」作為主角、「草野」點出所在的環境可知，答案應選表達牛、羊

吃草模樣的「咀嚼」。 

丙：由「千言萬語」、「無盡喧囂」到「深沉的靜謐」可知，此處應填入能形容逐漸收束

的語詞。「幻化」為變化之意，意象不足；「收攏」意指將分散的東西聚集，更貼近

句意中將分散的喧囂聚集為靜謐的狀態。 

綜上所述，故答案選(C)。 

 

5. (A)「烈陽如漿」形容天氣炎熱，陽光猛烈，藉此強調祖母辛勞耕作，並非用來形容祖母

對子孫的厚愛及陽光溫暖和煦；(B)由「攫取」、「黑色素」可知，祖母頭髮由黑轉白，表

示祖母年紀漸長。再由「汗水蘸成墨汁」可知祖母工作艱苦，因此汗水不曾間斷，兩者

合看即表示祖母勞動且漸老的身影，敘述正確；(C)「濃稠的黑夜」即夜晚，再由夜晚「鎮

不住祖母雙腳」，可知祖母在夜晚也要辛苦工作，但並無「不敢寄望光明的未來」之意；

(D)「背負浩大的夜色」意為祖母即使到了夜晚仍舊辛苦忙碌，但於文中並未提到收成，

故無法推斷出「收成有限的辛酸」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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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A)由「心結可能是甜美的，也可能是痛苦的。……此等強烈的愛憎情緒，都證明了心

結有多要緊」可知，不論心結甜美或痛苦，都會產生濃烈的情感，均具有存在意義與價

值，並未有「美者宜留，苦者宜解」之意；(B)由「有些人每次回到故鄉，就一定要去

母校走走」可知，並非所有人都會避開產生心結的場所；(C)由「心結的場所，是數學X

軸Y軸交叉的原點」、「心結是一支大頭針，可以把一張地圖釘在牆上」可知，心結有支

點、能定著。再根據「有了原點，我們才知自己置身哪一個座標格子裡，才覺得踏實」

可知，有了心結，人才生不致虛空，敘述正確；(D)由「可是，人生怎麼少得了心結？

一旦海闊天空，人心又將空懸何處？」可知，作者並不認為「心結」是壞事，「人生怎

麼少得了心結」表示即使生命要繼續前進，作者也不認為心結是自招煩惱的無意義行為。 

 

7. 詩作主要描述擱淺在沙灘上孤獨的小舟。(A)由「孤獨的小舟」、「歪斜的頭」，可知詩作

以舟喻人，而「充盈著悲哀」表達了人生擱淺的無奈與悲哀，敘述正確；(B)「都是如

此的」說明孤獨悲哀是一種普遍的狀況，並非暗喻生活千篇一律；(C)詩中出現兩次「都

是」說明小舟孤獨並非單一個案，而是一種普遍性的狀態，敘述正確；(D)兩次「歪斜」

正好對應悲哀的情緒，表現出小舟（人）頹然無力倒在沙灘上的樣子，敘述正確。 

 

◎第 8 題翻譯： 

甲、向君王上書陳述事理，這種行為開始於戰國，到了兩漢時期，此風氣更加盛行。推究其

體制分為下列狀況：指責君王缺失的，屬於諫諍這一類；揭示群臣錯誤的，屬於訴訟這

一類；陳述國家利弊的，屬於對策這一類；夾帶著私情的政策，屬於遊說這一類。總括

這四種行為，都是藉由出賣忠誠以謀求官位，販售言論以謀取利祿，他們的意見可能沒

有絲毫的助益，反而讓自己陷入不被君王理解的困擾。（顏之推《顏氏家訓》） 

乙、舉凡寫作文章，需要具備溫和敦厚的風格，章疏這類稟告君王的文書，更不能缺少。（吳

訥《文章辨體序》） 

 

8. 甲文中，「攻人主之長短」即指責君王的缺失，應選直言勸戒君王之意的「諫諍」；「陳

國家之利害」即分析國家施政的利益與弊害，應選治理政事策略之意的「對策」；「帶私

情之與奪」即話中夾帶著私情的政策，應選以言語說動他人聽從自己主張之意的「遊

說」。乙文「告君文字」即稟告君王的文書，強調應有溫和敦厚之氣，應選有進呈君王

奏章之意的「章疏」。 

 

9. (A)出自歐陽脩〈醉翁亭記〉：「一眼望去那草木茂密而景緻幽深秀麗的，就是琅邪山。」

說明琅邪山的景觀，本句即「望之蔚然而深秀者」是「琅邪」的判斷句；(B)出自柳宗

元〈始得西山宴遊記〉：「以為永州所有獨特形貌的山水，我都遊歷過了。」此處省略

了主語「我」，本句為「我」有（遊覽過）「凡是州之山水有異態者」的敘事句；(C)

出自連橫〈臺灣通史序〉：「歷史是民族精神存在之所，也是人類行為準則的借鏡。」

說明歷史的重要性，本句即「史者」是「民族之精神，而人群之龜鑑」的判斷句；(D)

出自李斯〈諫逐客書〉；「〈鄭〉、〈衛〉、〈桑間〉、〈韶虞〉、〈武象〉，都是異

國的音樂。」說明這些音樂源自於其他國家，本句即「鄭、衛、桑間、韶虞、武象者」

是「異國之樂」的判斷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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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題翻譯： 

  韓憑，是戰國時期宋康王的門客。他的妻子何氏很美，宋康王想要霸占她，因而拘捕韓

憑，逼迫他修建青陵台。何氏寫下〈烏鵲歌〉表明自己的志向，隨後上吊自殺。〈烏鵲歌〉：

「南山有烏鵲，北山張開網子想要捕獲。烏鵲在高空自由自在飛翔，網子怎能奈何得了牠？

烏鵲結伴一起飛翔，不願與鳳凰相處。我只是庶民，不願與宋康王在一起。」（《九國志》） 

 

10. (A)由「烏鵲雙飛」、「妾是庶民」可知，「烏」是指韓憑妻子何氏，並非暗指宋康王邪

惡；(B)韓憑遭到宋康王拘捕後，前往修建青陵台，並非受到宋康王的利誘，而「羅」意

指宋康王對何氏的引誘；(C)由「羅當奈何」可知，何氏拒絕宋康王的引誘，「高飛」則

凸顯何氏的自主意志，不畏懼宋康王的威脅，敘述正確；(D)由「不樂鳳凰」、「不樂宋

王」兩句並列可知，「鳳凰」意指宋康王尊貴的身分，而非夫妻情堅。 

 

◎第11題翻譯： 

  天底下有可以在部分上起作用，卻無法在全體上起作用的事情，就像偏癱藥能夠治療癱

瘓，但就算用加倍的偏癱藥，也無法讓人起死回生。天底下有可以在全體上起作用，卻無法在部

分上起作用的事情，就像樵夫兩肩各擔著一樣重的木柴，能夠快步向前，但如果除去其中一邊，

就沒辦法走了，不是他的力氣不夠，而是因為挑柴的方式變得不方便。（章學誠《文史通義》） 

 

11. (A)「倍其偏枯之藥不可以起死人」意為治療癱瘓的藥，就算加倍，也無法讓人死而復生，

與「再珍貴的藥材」無關，且文中亦無關於「死生窮達」、「樂天知命」的敘述；(B)

「去其半而不能行」意為樵夫兩肩各擔著一樣重的木柴，去掉一邊就無法行動，因為「勢

不便也」，是因為挑柴的方式變得不方便，與「行百里者半九十」、「半途而廢」無關；

(C)題幹說明無論「做一半」或「做完全」各有其優劣，應該要根據情況選擇適合的舉動，

其意與「審時度勢以制其宜」意思相同，敘述正確；(D)題幹旨在說明事無絕對，要審時

度勢後行動，才能得到最大效果，跟完滿或殘缺、主體如何處理和定義無關。 

 

◎第12題翻譯： 

  所謂「孟郊寒峭、白居易淺俗」，詩人都輕視他們的作品。但宋代學者鄭厚評論詩人時，

卻認為王安石、蘇軾、黃庭堅等人無法與孟郊、白居易兩人相比擬，他說：「白居易的詩就像

是春天的鶯鳥飛越柳樹，孟郊的詩就像秋天的蟋蟀在草木旁鳴叫，都是大自然造化中的妙

趣」，為什麼呢？詩中的哀苦歡樂之情真切，都是本性使然，這才是作詩的道理。（王若虛《滹

南詩話》） 

 

12. (A)文中並未使用對比映襯手法比較孟郊、白居易兩人品格差異，僅針對兩人寫作風格闡

述己見；(B)「柳陰春鶯」、「草根秋蟲」是在讚美孟郊、白居易兩人詩作特色，並非指詩

人擅長於寫作草蟲；(C)「『孟寒白俗』，詩人類鄙薄之」為作者先敘述一般常見的評論，

後再引用鄭厚的評語來陳述自己的觀點，敘述正確；(D)文中並無分述各家長短，也無總

論詩歌創作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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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題翻譯： 

  桂花飄散出香味，菊花也綻放著，門前遠遠停著豪華的迎娶禮車。人人都競相讚美新人

的風采氣度美好，想必這是最佳締結姻緣的吉時。（施梅樵〈壽柏族姪令少君東岳新婚詩以賀

之〉） 

 

13. 由「咸宜到室家」一句可知此詩為賀新婚之用。(A)「珠聯璧合」指人才或是美好事物相

互匹配、薈萃，常使用於賀新婚；(B)「椿萱並茂」指父母健在，應用於賀夫妻長壽；(C)

「君子攸居」指君子所居之處，應用於賀人新居落成；(D)「望重桑梓」指有貢獻於百姓，

應用於政界的賀辭。 

 

14. (A)樊噲和劉邦兩人的關係可參見司馬遷《史記‧鴻門宴》。樊噲奮不顧身闖入宴會，斥

責項羽並護送劉邦回營，符合伙伴條件①。樊噲與劉邦目標同為滅秦，而樊噲地位低於

劉邦，為其下屬，符合伙伴條件②。危急時刻，劉邦仍在猶豫尚未向項羽告別，樊噲建

議「大行不顧細謹，大禮不辭小讓」，符合伙伴條件③，敘述正確；(B)漁父和屈原兩人

的關係可參見屈原《楚辭‧漁父》。漁父表達與世推移、順應時勢行動的想法，屈原則

展現「舉世皆濁我獨清，眾人皆醉我獨醒」的意志，潔身自愛不願隨波逐流。屈原不接

受漁父的觀點，最終葬身江中，因此不符合導師條件①；(C)薛寶釵和林黛玉兩人的關係

可參見曹雪芹《紅樓夢》。薛寶釵擁有通達人情的特質，與林黛玉不易與人親近的性格

不同，兩人並無明顯能力、地位高低差異，不符合伙伴條件①、②；(D)胡屠戶和范進兩

人的關係可參見吳敬梓《儒林外史‧范進中舉》。范進中舉之前，丈人胡屠戶對他無比

刻薄，還經常用言語嘲諷，范進中舉後，胡屠戶轉為阿諛奉承，趨炎附勢，不符合導師

條件①。 

 

15. (A)圖表中備註「＃該書所收錄李清照、朱淑真詞作歸屬存疑篇數」，表示無法確定作者

為何人，並非指繫名為李清照，但真正作者為朱淑真；(B)南宋詞選收作品數量最高者為

李清照，孫夫人與魏夫人作品數量收錄少，因此不代表南宋詞選偏好其二人。再者，明

代額外新收錄朱淑真之詞作，無法推論兩人地位被取代；(C)由《唐宋諸賢絕妙詞選》備

註可知收錄「閨秀」一卷，收錄女詞人共十位，作品數量為二十九首，扣除李清照、孫

夫人、魏夫人後僅剩九篇，可推斷其餘女詞人之作品未必能有兩篇；(D)由《梅苑》、《樂

府雅詞》收錄李清照之詞作皆高於平均值，故可推知其作品受二書之青睞，敘述正確。 

 

16. 甲、表格中僅列出《花草粹編》、《樂府雅詞》收錄的女詞人數及其作品數，並不能看出

全書詞人總數與總作品數，因此該訊息「無法判斷」。 

乙、《類編草堂詩餘》比《草堂詩餘》女詞人作品數多了兩首詞、李清照少了一首、孫夫

人多收錄了三首，表示有更動收錄的詞作，因此該訊息「錯誤」。 

 

◎第 17 題翻譯： 

  春風不再吹拂，盛開的花兒也已經全部凋落在地上，使得塵土沾染上花的香氣。時候不

早了，我還是懶得梳理頭髮。景物依舊，但人事卻已經改變，所有的事情都結束了。想要向

人訴說心中的苦痛，但還沒開口，眼淚就先掉了下來。 聽人說雙溪的春天景色仍舊很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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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打算去乘舟遊覽。只是恐怕雙溪的小船，應該載不動我心中這麼多的愁思吧！（李清照

〈武陵春〉） 

 

17. (A)「花已盡」、「日晚」皆象徵衰殘之景象，故有美好事物凋零及滄桑之感，敘述正確；

(B)「倦梳頭」、「淚已流」感情呼應「塵香花已盡」、「物是人非」，表現出世事無常之無

力感，敘述正確；(C)「聞說」、「也擬」表示本有出遊之意，但不敵心中愁苦之情，才有

「只恐」的遲疑猶豫，並非層遞表現出愈益濃烈的遊興，敘述錯誤；(D)「載不動、許多

愁」將憂愁具象化，說明自我難以承受其沉重，敘述正確。 

 

◎第 18、19 題翻譯： 

甲、人與禽獸之間的差異，可說是非常小的。一般人不知道仁義的珍貴，因而拋棄了仁義，

只有君子了解仁義的可貴之處，將其留存心中。虞舜知道世間萬物的道理，明辨人的倫

常之理，順從天性行仁義之事，而不是因為知曉仁義的珍貴，才勉強自己實行。（《孟

子》） 

乙、「幾希」意指相差很小，幾乎沒有差別，人和禽獸只有一線之隔的差異，而不是只有一

點相同，其他現象都不同。所有事物的相異之處雖然不多，但只要出現些微的偏差，就

會墮落到禽獸的領域。如同禽獸並不是不知道「外在的事物」，只是不能「明白其中的

道理」；也不是沒有「倫常之理」，只是無法「察覺分辨」；不是沒有喜愛的對象，但

是卻無法「實踐仁德」；不是不追尋適宜的辦法，但是卻無法「實行道義」。凡是日常

生活各項事物，都有相異之處，但差別都不大，這就是為什麼人一定要戰戰兢兢、慎重

警惕，無時無刻都要思索探究人和禽獸相異之處。「存之」意為保有我們和禽獸之間的

差別，總而言之，這就是人做為人的道理，顯現人道的尊嚴和價值。（王夫之《四書箋

解》） 

 

18. (A)由「舉凡日用飲食，俱有異處，而俱差不遠」可知，人禽在道德意識和日用飲食等各

方面，差異很小；(B)由「如禽獸亦未嘗不知『庶物』」可知，禽獸也具有對外在事物的

認知能力。再由「未嘗不有所愛」、「未嘗不求所宜」可知，禽獸擁有感情和好惡，敘

述正確；(C)由「稍一差錯，則墮入彼中」意為人和禽獸間的差距極小，只是一線之隔，

人應時時時明辨倫理，實行仁義，並非人只要稍有過錯，即墮入禽獸的範疇；(D)乙文提

及禽獸具備對外在事物的認知能力，也有倫常、好惡感情，但並未提到具有仁義之心，

之所以不能行仁、行義，是因為無此能力，而非缺乏意志和智力。 

 

19. 由甲文「庶民去之，君子存之」、乙文「此其所以必戰兢惕厲，無念無事不思求其所以

『異』也。『存之』，謂存其所以異者，以要言之，謂之人道」可知，即使人與禽獸只

有些微差異，人還是一定要戰戰兢兢、慎重警惕，保存兩者之間的差別，即為「嚴別差

異」，而此保有人與禽獸的差別，就是為人的道理，即彰示人道的尊嚴和價值，故答案

選(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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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A)由「創業家像狼」、「狼的視野不一樣」可知，創業家像狼一樣需具備視野，但文中

並未提到創業家是否需有專業經理人的學養，因此無法進行判斷；(B)由「『to be（你是

誰）』的價值比『to do（做的內容）』高很多」、「如果請林志玲演講，企業願意付更

高費用的理由」，說明林志玲本身就是品牌，她具備一定的知名度，所以企業願意支付

更高的金額，符合「難以用一般標準衡量其價值」，敘述正確；(C)由「哈士奇的時間是

主人的，沒有了主人，他的時間就沒有價值」、「出售有限的時間，是上班族哈士奇的

獲利模式」可知，哈士奇的時間是出售給他的主人，並不是遭狼迫使，敘述錯誤；(D)

由「出走的頂尖土狗沒有主人的飼料，很快就會變成狼」，可知只有出走的頂尖土狗，

能夠成為狼；由「出售有限的時間，是上班族哈士奇的獲利模式」、「狼的視野不一樣，

他們不會單獨行動，因為狩獵靠的是狼群，所以狼懂得購買別人的時間來做事」，可知

哈士奇與狼的差別是視野高度，與靠時間熬得久無關，選項敘述錯誤。 

 

◎第21題翻譯： 

甲、〈諫逐客書〉中，李斯對秦王說：「現在驅逐客卿幫助敵國，是減損人民去壯大敵人的

勢力，對內損傷國家的力量，對外和諸侯結怨，這樣還希望國家沒有危險，是不可能的。」 

乙、〈虬髯客傳〉中，虬髯客對李靖說：「我本來打算在此成就一番大業，或許得跟群雄爭

鬥三、二十年，才得以建立些許功業。現在既然出現了真命天子，我留在這裡還能有什

麼作為？太原李氏的確是英明的君主，三、五年之內，天下應當就會太平。李郎憑著傑

出的才能，輔佐英明的君主，只要竭盡心力，一定會做到最高的官位。」 

 

21. 甲文中，李斯撰寫〈諫逐客書〉的目的是說服秦王取消逐客令，讓自己能夠繼續留在秦

國效力，屬於「不想出走的土狗」，推論錯誤。乙文中，虬髯客對李靖分析當前情勢，

打算轉戰他方，符合創業家「狼」的特質。他也期許李靖能全力輔佐太原李氏成就功業，

故李靖是優秀的輔佐人才，符合哈士奇的特質，推論正確，故答案選(D)。 

 

22. 由前句「雖然只是在七樓」可與(D)選項的「高海拔」呼應，表達與高度相關。 

 

23. (A)由「戶籍設在臺北市的我，卻是整個歷史洪流中的盲點」對比「我指的是你——真

正——從哪裡來？」說明作者雖設籍於臺北市，卻因為原住民血統，遭受眾人的懷疑與

刻板印象，對自己身分的歸屬迷茫，無所適從，並從後文一連串的問句揭示對自身的追

尋過程；(B)由「我指的是你——真正——從哪裡來？」、「我指的是——真正——的豐年

祭」、「我指的是妳——真正——的名字」等問題接踵而來，顯現出作者身分因為他人對

於原住民的刻板印象，而被貼上制式化的標籤；(C)由「Ciwas是我『真正』的名字——

真正沒人稱呼的名字」，帶出作者被他人自行定義「真正」感到無奈與諷刺，自己的名字

竟然是由他人判定；(D)由「捏著准考證，我逐步邁向祖靈的召喚」可知，作者將走入試

場、參加族語認證測驗的過程，屬於「心繫祖靈」的表現。文中雖提及「臺北是我出生、

成長，居住了三十年的地方，卻不是我的家。因為，比起臺北人，他們更喜歡叫我原住

民」，表達出他人與自我認同的差異，但並不表示自我無法接受這繁華的都城，敘述錯誤，

故答案選(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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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4、25 題翻譯： 

甲、由國家統管山澤之利，那麼討厭耕種、懶惰怠慢、貪欲濃厚的人就無法賴以維生；沒有

食物可以維生就必須參與耕種生產，那麼荒地就會被開墾。政府再提高酒肉的價格與稅

收，讓零售價達到高於原價十倍的價差；如此買賣酒肉的商人就會減少了，農民無法開

心地縱情暢飲，大臣不會沉溺於享樂。商人一少，國家就不用花費糧食供養；人民不能

縱情暢飲，農事就不會被輕慢；大臣不沉溺於享樂，國家政事就不會被延宕，那麼君主

也就不會有錯誤的措施了。（《商君書》） 

乙、宋仁宗 慶曆年間，朝廷議論放寬茶鹽專賣的禁令，並且減少商人的稅金，范仲淹反對，

他認為：茶鹽專賣及商業稅的徵收，只是減少商人的一點利益罷了，實際上對商人並沒

有太大的危害。如今國家的花費沒有減少，每年的稅款也不可缺少，既然不能收取山澤

之利與商賈營收，那麼就會轉而向農民徵收稅金；與其對這些收入微薄且辛勞的農民徵

收稅金，何不向商人們收取呢？現今的計畫應該是節省國家之用度，當國庫充盈，應當

先放寬農民的賦稅與徭役，然後才是減輕商人的稅收，放寬茶鹽專賣禁令一事並非當前

的優先順序。經過范仲淹的主張，這樣的議論便因此停止了。（沈括《夢溪筆談》） 

 

24. (A)由「貴酒肉之價，重其租，令十倍其樸」可知，甲文主張提高販賣酒肉的商賈稅收，

使其獲利減少，如此從商的人就會因而變少，並非活絡經濟；(B)由「行於商賈未甚有害

也」可知，乙文認為國家向商賈徵收稅金，維持茶鹽專賣的禁令，對於商人的獲利並無

太大的損失，敘述正確；(C)由「壹山澤，則惡農、慢惰、倍欲之民無所於食；無所於食

則必農，農則草必墾矣」可知，甲文由國家統管山澤之利，是為了讓百姓農事生產，讓

荒地得以開發，與將獲利分配給飢餓的百姓無關；(D)由「今國用未減，歲入不可闕，既

不取之於山澤及商賈，須取之於農；與其害農，孰若取之於商賈」可知，范仲淹主張國

家開支並無減少，與其向辛勞的農民徵收稅金，不如取之於山澤以及商人，與敘述不符。 

 

25. (A)由「民不能善酣奭，則農不慢」可知，主張減少農民暢飲與酒樂的機會，可以使其不

耽誤農作，敘述正確；(B)由「今國用未減，歲入不可闕，既不取之於山澤及商賈，須取

之於農；與其害農，孰若取之於商賈？今為計莫若先省國用，國用有餘，當先寬賦役，

然後及商賈」可知，范仲淹認為農民辛苦耕種，不應加重其賦稅負擔，應當於國庫充盈

後，放寬農民的賦稅與徭役，並無提及給予優惠的說法；(C)甲文說明大臣與執政者不荒

於酒樂，國事便可無延宕，乙文並未提及執政者與農業興衰之間的關係，兩者皆未說明

執政者的懈怠是農業不振的主因；(D)甲文中「農不慢」代表重視農耕之意，並未認為農

民在經濟上為弱勢族群，乙文中「國用有餘，當先寬賦役，然後及商賈」屬於知曉農民

經濟弱勢，並提出保護農民之舉。 

 

26. 由「『敲』的空氣沒有『推』那麼冷寂。就上句『鳥宿池邊樹』看來，『推』似乎比『敲』

要調和些。『推』可以無聲，『敲』就不免剝啄有聲，驚起了宿鳥，打破了岑寂，也似乎

平添了攪擾」可知，作者認為「推」字與全詩冷寂的氛圍更相應，故答案選(B)。 

 

27. (A)、(B)由「佳句乃當時情景，即詩人『即景會心』、『因景因情』時所拾得，何勞擬

議哉」可知，字詞的使用取決於作者（賈島）自身感受，跟他人（韓愈）無關，否則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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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妄想揣摩，如說他人夢了」；(C)由「詩人『即景會心』、『因景因情』時所拾得」可

知，需從親身體驗感覺與字句融合、書寫自己親身見聞的景色與感觸，而非從傳統佳作

中鍛鍊用字技巧；(D)由「即景會心」可知，詩人描寫景物時，需從親身體驗的感覺與字

句融合，才能抒發真實感觸，敘述正確。 

 

28. (A)由甲文「其實更動了文字，就同時更動了思想情感，內容和形式是相隨而變的」可知，

敘述正確；(B)由乙文「『僧敲月下門』，只是妄想揣摩，如說他人夢。縱令形容酷似，

何嘗毫髮關心」可知，敘述正確；(C)由甲文「就上句『鳥宿池邊樹』看來，『推』似乎

比『敲』要調和些」、「所以我很懷疑韓愈的修改是否真如古今所稱賞的那麼妥當」，

以及乙文「因景因情，自然靈妙，何勞擬議哉」可知，敘述正確；(D)甲文認為推敲文字

的關鍵在於詩人當時要說的境界與全詩調和，乙文認為若詩人按照親身經歷的見聞與體

悟創作，便無須推敲文字，敘述錯誤。 

 

29. (A)由「這些鳥叫聲看不出任何內在的結構」、「高、低頻的轉換，只是表達不同感受程

度而已」可知，鳥叫聲無內在的結構，但是可以表達不同程度的感受，敘述錯誤；(B)

由「鳥語是包括一聲或一聲以上的短叫聲，傳達和環境相關的訊息，例如危險、餵食、

築巢、群聚等等」可知，短叫聲是用來傳達和環境的相關訊息，並非欲望、意志和決心

的強弱，敘述錯誤；(C)由「牠不能利用各種單位作不同組合，表達不同訊息」可知，敘

述錯誤；(D)由「知更鳥的創造力，在於能用不同方式做相同訊息的鳴叫」可知，知更鳥

能以不同頻率的鳴叫轉換，敘述正確。 

 

30. (A)由「鸚鵡只會說人家教牠或牠所聽到的，再無其他」可知，鸚鵡無法理解沒聽過的人

類話語，敘述錯誤；(B)由「小鳥啁啾、海豚吱吱，都近似人類語言的溝通系統，可見動

物的溝通系統和人類語言的不同，絕非在於缺少語音」可知，動物沒有語言能力，不是因

為缺乏發音器官，只是溝通系統和人類語言不同，敘述錯誤；(C)由「人類語言的特質之

一，則是語音或手勢單位的獨立性，單位之間有次序，可重新排序，可合併也可分開」

可知，人類語言與動物溝通系統的差別，在於複雜的語法結構，敘述正確；(D)由「人能

藉手語溝通，可知語音並非語言的必要因素」可知，語音並非人類語言的必要因素，敘

述錯誤。 

 

◎第 31、32 翻譯： 

  您的來信中，一開始所要說的是達到聖人之道的境界，但所質疑的卻是文辭的表達問題，

難道是追求外在的表象，而忘記了深遠的大道，而現在應該著急的卻表現出不急不徐！聖人

大道的要旨無他，只是想要追尋本心，讓道德精神充盈全身，擴充到整個國家、天下而已，

並非是急切的追求華美的文辭。聖人之所以要去重視於文辭的經營，是不得已的啊！孟子說：

「我哪裡喜歡和他人辯論呢？我是不得已的啊！」這就是他為什麼成為孟子的原因。現在您

認為自己找到本心、讓道德精神充盈自身了嗎？將其精神擴大到國家、天下，而有不得不說

的話了嗎？如果並非如此，那麼為什麼還要急切的追求文辭呢？（曾鞏〈答李沿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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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由「其所以不已乎辭者，非得已也」可知，前句提及有些人之所以不停地發表言辭，是

因無可奈何、必須如此，因此下文要接能說明、解釋其原因的內容。(A)我哪裡喜歡和他

人辯論呢？我是不得已的啊；(B)沒有辭謝、退讓的心，簡直不是人；(C)不要拘泥於文

字意思而誤解詩句，也不要拘泥於詞句而曲解原意；(D)讀書不可拘泥於書本上所記載的

內容，而一味盲目跟從。 

 

32. 本文主要在探討「道」與「辭」的關係，由「無乃務其淺，忘其深，當急者反徐之歟」

可知，曾鞏認為李沿追求「辭」的「淺」與「緩」是不重要的「末」，「道」才是為學的

根本核心，認為不應在文字表達上多費心神，故答案選(D)。 

 

◎第33、34題翻譯： 

  魏王想出兵攻打邯鄲，季梁聽說這件事，立刻從半路折返。顧不得整理衣服的皺摺和身

上的塵土，就急忙趕去拜見魏王，說：「今天我回來的時候，在大路上遇到一個人，駕車要

前往北方，他告訴我：『我想要去楚國。』我說：『你要到楚國，為什麼駕車往北方走？』

他說：『我的馬很優良。』我說：『你的馬雖然優良，但這不是往楚國的路。』他說：『我

的旅費充足。』我說：『旅費雖然充足，但這不是往楚國的路。』他說：『我的車伕駕車技

術很好。』他擁有的條件愈好，反而讓他距離楚國愈遠。如今大王想要創建霸業，取信於天

下，靠著廣大的國土、精銳的部隊，前去攻打邯鄲，藉此擴張領土、提高聲望。但大王的舉

動愈多，距離稱霸天下的目的就愈遠了，正如想到楚國卻往北方走的人一樣。」（《戰國策》） 

 

33. 由「魏王欲攻邯鄲，季梁聞之，中道而反」可知，季梁聽說魏王想出兵攻打邯鄲，他認

為事態緊急，刻不容緩，趕緊從旅途折返，因而「衣焦不申，頭塵不去」，顧不上整理衣

服上的皺摺和身上的塵土，就急忙趕去拜見魏王，故答案選(C)。 

 

34. 季梁告訴魏王一個南轅北轍的故事，說明攻打邯鄲的行動是浪費精力，且沒有任何好處，

就像要去楚國卻駕車往北走，只會離目標愈來愈遠，意為做事用錯方法，只會白費力氣，

徒勞無功。(A)意為後人借鏡前人的失敗經驗，避免犯相同的錯；(B)意為急於求成，反

而無法達到目的；(C)沿著樹幹想要抓魚，意謂用錯方法，只是白費力氣，無法成功，符

合文章觀點；(D)意為就算資質愚鈍，但堅持不懈，持之以恆，一定會有收穫。 

 

二、多選題： 

 

35. (A)出自蘇軾〈赤壁賦〉：「山水環繞，草木茂盛青翠。」「蒼蒼」意為深青色／出自白

居易〈賣炭翁〉：「兩旁鬢髮灰白，十根手指因為燒炭都是黑的。」「蒼蒼」意為灰白

的樣子；(B)出自荀子〈勸學〉：「沒有專心至志的行事，就沒有顯赫的成就。」「惛惛」

意為專注／出自王懷隱《太平聖惠方》：「心緒混亂不定，神智模糊不清，像喝醉酒一

樣。」「惛惛」意為神智混亂不清；(C)出自《戰國策．馮諼客孟嘗君》：「現在您只擁

有小小的薛地，卻還不將百姓視為自己的孩子一樣愛護照顧。」「區區」意為微小的／

出自蘇軾〈天篆記〉：「何必要以微小的所見所聞，來評斷衡量世俗以外的事呢。」「區

區」意為微小的；(D)出自柳宗元〈始得西山宴遊記〉：「自從我被貶成罪人以後，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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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永州，心中常常憂懼不安。閒暇的時間，就緩慢地走。」「施施」意為緩緩行走的樣

子／出自顧炎武《日知錄》：「官位顯達的人沒有任何付出，就領取國家給予的高薪俸

祿，還十分喜悅自得。」「施施」意為喜悅得意的樣子；(E)出自方苞〈左忠毅公軼事〉：

「我們幾個兒子資質平庸，將來能繼承我志向的，只有這個學生了。」「碌碌」意為資

質平庸／出自蘇軾〈謝歐陽內翰書〉：「我蘇軾是來自遠方的鄉野之人，在家閒居，資

質平庸，沒有值得稱讚的地方。」「碌碌」意為資質平庸。綜上所述，答案選(C)(E)。 

 

36. (A)出自范仲淹〈岳陽樓記〉：「太陽星辰的光輝都被遮掩，山岳峰巒的形體也被遮蔽。」

「日星」對應「山岳」，「隱耀」對應「潛行」屬於正對／出自曹丕《典論‧論文》：「周

文王在被幽禁的時候推演《易》象而作卦辭，周公顯達的時候制作《周禮》。」「幽禁」

對比「顯達」，屬於反對，敘述正確；(B)出自鄭用錫〈勸和論〉：「事物發展到極致時必

會產生變化，悽慘到極致時才會知道後悔。」「物窮必變」對應「慘極知悔」屬於正對／

出自諸葛亮〈出師表〉：「在戰敗危急之際接受任務，危急患難之中奉命謀劃。」「受任於

敗軍」對應「奉命於危難」，屬於正對，敘述錯誤；(C)出自鍾嶸《詩品》：「邊塞遊子衣

衫單薄，閨中寡婦眼淚流乾。」「塞客」對應「孀閨」，「衣單」對應「淚盡」屬於正對／

出自黃庭堅〈寄黃幾復〉：「昔日共同欣賞桃李綻放在和煦春風中，暢飲開懷；如今一別

十年，在孤燈下聽著夜雨聲，備感淒涼。」「桃李春風」對比「江湖夜雨」，「一杯酒」對

比「十年燈」屬於反對，敘述正確；(D)出自韓愈〈師說〉：「向地位卑下的人學習感到羞

恥，拜官職高的人為師近於諂媚。」「卑」對比「盛」，屬於反對／出自《紅樓夢》：「麝

蘭芬芳茂盛於夕陽斜照的院子，杜若芳香飄散於明月照映的江渚之上。」「麝蘭」對應「杜

若」，「芳靄」對應「香飄」屬於正對，敘述錯誤；(E)出自王羲之〈蘭亭集序〉：「將生死

看作相同是荒誕的，將長壽和短命看作相同是荒謬的。」「一生死」對應「齊彭殤」，屬

於正對／出自魏徵〈諫太宗十思疏〉：「竭盡誠意待人則距離遙遠的北胡、南越也能成為

一體；傲慢盛氣待人則至親也會疏離如同陌生人。」「竭誠」對比「傲物」，「胡 越為一

體」對比「骨肉為行路」，屬於反對，敘述正確。綜上所述，答案選(A)(C)(E)。 

 

37. (A)出自顧炎武〈廉恥〉：「歲末寒冬之際，松柏仍蒼勁不凋。」比喻君子身處亂世，仍可

以堅守正道。此處「於」字意為「在」，與題幹不符；(B)出自蘇軾〈赤壁賦〉：「這不是

當年曹操被周瑜所圍困之地嗎？」此處「於」字意為「被」，與題幹不符；(C)出自司馬

遷《史記．鴻門宴》：「劉邦問：『項伯和你相比，誰的年紀較大？』張良回答：『他比我

年長。』」此處「於」字意為「比較」，與題幹相符；(D)出自韓愈〈師說〉：「所以說學生

不一定不如老師，老師也不一定比學生賢明。」此處「於」字意為「比較」，與題幹相符；

(E)出自左丘明《左傳．燭之武退秦師》：「若是秦國、晉國圍攻鄭國，鄭國就將要滅亡了，

若鄭國滅亡對您有好處，那就冒昧的請您來攻打吧！」此處「於」字意為「對於」，與題

幹不符。綜上所述，答案選(C)(D)。 

 

38. (A)「強弩之末」意為強勁的弓弩射出之箭，已到射程盡頭，沒有力氣。比喻原本強大的

力量減弱，難以發揮效用，與「逆轉勝」之意相違背，運用錯誤，宜改用「扭轉乾坤」；

(B)「觥籌交錯」意為酒器、酒籌相交，比喻暢飲，符合婚宴上眾人宴飲的情況；(C)「縱

橫捭闔」意為政治外交上的拉攏手段。「折衝樽俎」意為宴會上運用外交手段制敵取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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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者意義相同，可用於形容經營國際局勢的方式；(D)「絕無僅有」意為極少數，與「極

力申辯」的語意無法承接，運用錯誤，宜改用「子虛烏有」；(E)「首鼠兩端」意為躊躇

不決、瞻前顧後，「八面玲瓏」意為形容人的言行處事圓融，兩者語意無法承接，運用錯

誤，宜改用「面面俱到」。綜上所述，答案選(B)(C)。 

 

39. (A)「發出很醜惡的聲響」原因是「一腔內臟都被餓得亂拱」，說明鄭大全是因為肚子餓

才發出聲響，並非覺得茉莉聲音刺耳難聽；(B)由「把這樁推銷做成」、「笑與答腔都是

在為他下一次進攻做準備」可知，鄭大全推銷員的身分其目標就是完成推銷，因此對茉

莉的滿臉堆笑，都是為了迎合她，希望打動她購買產品而已，敘述正確；(C)由「已經很

久沒有一張臉如此近地對著她，容她盡興地東拉西扯」可知，茉莉心中累積許多話語，

苦於沒有傾訴的對象，而此「堵在肚中的棉絮」代表她累積未說的話，敘述正確；(D)

「此刻全從嘴紡出線來」是形容茉莉將肚子裡憋著的話一股腦兒全說出來，而非形容其

口才便給；(E)鄭大全忍住飢餓急於推銷成功，以及「妻子七月身孕就那麼墜在大腿上」、

「拼裝出上百件塑料玩具」可知，為妻子在家拼裝玩具補貼家用的情況，而非鄭大全妻

子想像孩子出生後和其玩耍的場景。綜上所述，答案選(B)(C)。 

 

◎第40題翻譯： 

  晉國苦於盜賊猖獗。有一位名為郄雍的人，能看出盜賊的相貌，觀察他們的神色，即可

得知實情。晉侯讓他觀察盜賊，一千次中沒有一次是遺漏的。晉侯非常開心，告訴趙文子說：

「我找到一個人，他能把國家上下的盜賊都抓盡，我哪裡還需要那麼多官員呢？」文子說：

「您依賴窺伺觀察而抓捕強盜，強盜不但除不盡，郄雍也會死於非命。」不久後盜賊便聚集

商討說：「郄雍就是讓我們窮困、走投無力之人。」於是共同捕抓並殺了他。晉侯知道後大

為驚駭，立即召見文子並說：「果然如你所言，郄雍死於非命了！那到底有什麼辦法可以捕

抓這些盜賊呢？」文子說：「周朝有一句俗諺：『能觀察深淵中游魚之人不吉祥，能意料到隱

藏事物之人會遭致禍殃。』若是國君想要沒有盜賊，不如舉賢與能，善用有才之人並重用之，

讓上層執政者政教清明，感化下層百姓，百姓有了羞恥之心，還有誰會去當強盜呢？」於是

晉侯任用隨會主持政務，結果所有盜賊都逃亡去秦國了。（《列子》） 

 

40. (A)由「能視盜之貌，察其眉睫之間，而得其情」可知，郄雍善於鑒人，能由其面目氣質

判斷是否為盜，與題幹相符；(B)晉侯大喜於郄雍能察盜，但並未提及讓晉國大治，而是

後來聽了文子之言，讓隨會主持政務，才消滅盜賊之患，敘述錯誤；(C)郄雍因被盜賊所

忌諱因而被殺，此結果符合文子所寓言，但是並非遭同儕嫉妒而被殺，敘述錯誤；(D)

文子引周朝諺語「察見淵魚者不祥，智料隱匿者有殃。」說明過於善察的人會招致災禍，

敘述正確；(E)文中並未提及文子引薦隨會，無法判斷，且由「群盜奔秦」可知並非強盜

改過遷善，而是遷移逃亡至秦國。綜上所述，答案選(A)(D)。 

 

41. (A)由「背景知識所建構出的基模會主動去搜尋已存的有用資訊，將新獲得的知識放在適

當的位置上，組合成有意義的東西，一個沒有意義的東西會很快就淡出我們的知覺系統」

可知背景知識無法「增強主體的記憶力」，而是讓新知有意義，進而減輕記憶負擔，敘

述錯誤；(B)由大師和生手的比較可知，差別在於兩者之間是否具有「該種類」的背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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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而非「多種類」的背景知識；(C)由心理學著名實驗舉例說明可知，大師的背景知識

得以讓殘棋有意義，故背景知識的多寡，會影響主體對新知的接受與理解，敘述正確；(D)

由「背景知識又像個架構，有了架子，新進來的知識才知道往哪兒安放，當每個格子都

放滿了，一個完整的圖形就會顯現出來，一個新的概念於焉誕生」可知，擁有豐富的背

景知識，能為新知找到連結，使其具備意義，敘述正確；(E)由「背景知識所建構出的基

模會主動去搜尋已存的有用資訊」可知，背景知識的基模並非「主動向外搜尋資料的能

力」。綜上所述，答案選(C)(D)。 

 

42. (A)甲詩「等待過一次，最美的跳投」描述的是考前等待的心情，包含了期許與期盼。乙

詩「填完這些空白」、「告別」描述的是考試當下，並非考前長期的準備；(B)將「籃框」

比擬為「天使的光環」與「發亮的手銬」，雖有等待跳投躍躍欲試的情緒，卻也含有想

要擺脫束縛的複雜心情，敘述正確；(C)「空白」為考試作答時的情境，也含有因為準備

考試而留白的青春的意思，敘述正確；(D)甲詩「然則作為一個籃框／就是要被命中的」

說明考試是有其待達到的目標，並非暗指考生才能難以發揮。乙詩「我們以油墨／撫慰

紙張的傷口」可知油墨如生命精華，並非暗指答案千篇一律；(E)甲詩詩名「倒數」與乙

詩提及的「告別」皆具有準備考試、等待結束的意涵，表現出經過考試這一個里程碑，

將邁向新的人生旅程，敘述正確。綜上所述，答案選(B)(C)(E)。 


